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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医学科技期刊应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判断抄袭时应慎重对待的几种情况，认为科技期刊
编辑应合理利用该系统，在根据文字复制比例判断抄袭行为时，不能生搬硬套将系统提供的量化数据结果视为唯一标准，简

单判断为抄袭，应在结合同行评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再作判断，以免伤害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　　医学期刊　学术不端行为　同行评议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学术不端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产生大量学术伪劣产
品。学术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珍贵平台，如果被学术伪劣产

品占据，将严重污染我们的学术环境［１］，其危害性正如教育

部原部长周济指出的：损害了学术形象，败坏了学术风气，阻

碍了学术进步，给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绝不姑息［２］。科技期刊学术不

端文献检测系统（简称“ＡＭＬＣ”）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
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为：在申

请课题、实施研究报告结果的过程中出现的捏造、篡改或抄

袭行为。即不端行为主要被限定在“伪造、篡改、抄袭”［３］。

ＡＭＬＣ实现了对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
投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快速检测，为判断论文性质提供相关依

据。抄袭是指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４］。为

了提高论文质量，杜绝学术造假，《护理学报》从２００９年９月
起，正式启用 ＡＭＬＣ，对所有投稿进行检测。在使用 ＡＭＬＣ
过程中，发现有几种特殊情况宜慎重判断处理。

１　ＡＭＬＣ对抄袭的分类

ＡＭＬＣ按抄袭的内容分类有：论点（结论、观点）抄袭，论
据论证（实验和观测结果分析）抄袭，表格数据抄袭，图像图

形抄袭，概念（定义、原理、公式等）抄袭，文章套改，引言抄

袭；按抄袭文字的篇幅分类有：句子抄袭、段落抄袭、章节抄

袭、全篇抄袭；另外，ＡＭＬＣ按照重合字符数量与文字复制比
例对抄袭进行了分类［３］（见表１）。

表１　ＡＭＬＣ按照重合字符数量与文字复制比例对抄袭的分类

类型 重合文字条件 总文字复制比例

轻度句子抄袭 各连续重合文字均＜２００ ＜１０％
句子抄袭 各连续重合文字均＜２００ ≥１０％
轻度段落抄袭 存在连续重合文字≥２００ ≥１０％，但＜３０％
段落抄袭 存在连续重合文字≥２００ ≥３０％，但 ＜５０％
整体抄袭 ≥（总字符数／２） ≥５０％

２　宜慎重判断抄袭行为的几种特殊情况

２．１　临床资料中的一般资料比较与统计学方法描述的语句

不宜简单判断为句子抄袭

　　科学性是衡量文章提出的结论是否成立的基础和前

提，正确的应用医学统计学方法又是保证科学性的主要环

节［５］。而医学论文中统计运用错误，除了影响论文的科学

性，还可能导致严重的伦理学问题［６］。因此，医学论文所涉

及的一般资料比较通常会在文章第一部分内容的末尾详细

介绍，如“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疾病种类、病程、用药方法等

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具有可比性。”等类型的句子通常

会在文章中出现。用可比性来反映研究对象的共同属性及

质的一致，以保证论文的科学性及避免出现伦理学问题；而

统计学问题通常会在全文 “材料与方法”部分以“统计学方

法”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部分予以专门介绍，如对文章使用

的统计分析软件名称、版本（严格来讲还应注明序列）［７］及

统计学方法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由于临床医学学科的特

殊性，一般资料比较与统计学方法等内容大都具有共性、普

适性、权威性，所以医学论文中在对一般资料及统计学方法

进行描述时，语句难免有雷同。而 ＡＭＬＣ在进行全文比对

时会将这些表达雷同的句子标红，判断为轻度句子抄袭。

这样，一篇文章有几处类似雷同的语句出现时，其文字复制

比就有可能超过１０％而被ＡＭＬＣ诊断为句子抄袭。

因此，编辑在根据文字复制比例判断抄袭行为时，一定

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理性地作出判断，

不宜简单、机械地判断为句子抄袭，可将这些具有共性、普

适性、权威性的雷同内容去掉后再次提交论文进行检测，以

便对论文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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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疾病生理病理机制、药物成分及作用机理、疗效判断标

准方面的内容不宜简单判断为段落抄袭

　　医学科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都是在前人劳动成果

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发展。作者

在撰写医学论文时，引用他人重要学术观点、理论、成果、研

究方法或数据结果、调查结论等体现出科学的继承性及对

他人劳动的尊重［８］。医学期刊中的绝大多数论文多多少少

都会涉及到疾病生理病理机制、药物成分及作用机理、疗效

判断标准方面的内容的介绍，一些疾病的疗效判断标准是

专业领域内的金标准，且内容也较多，为体现科学的严肃

性［８］，作者必须原文引用；一些药物的功效成分、作用机理

等已是公知公认，而某些论文在进行分析讨论时又必须依

据这些详细、具体的理论来说明问题，由于这些内容具有专

业性与权威性，大部分论文引用该理论依据时都会原文引

用。ＡＭＬＣ在进行全文比对时会将上述这些表达雷同的段

落标红，判断为段落抄袭。因此，编辑在根据文字复制比例

判断抄袭行为时，不能生搬硬套将 ＡＭＬＣ提供的量化数据

结果视为唯一标准，简单判断为段落抄袭，应在结合同行评

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后再作定性判断，以免伤害作者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２．３　同一作者的研究以同样资料从不同角度撰文不宜简单

判断为整体抄袭

　　医学论文非常重视系统、连续地研究，一些作者在进

行课题研究时，收集的资料、采用的方法等内容相同，但

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撰写论文，或者在前一篇论文的基础

上撰文研究后一个问题，几篇论文都用了同样的资料、方

法，甚至有些结果数据与讨论内容也会相同，由于雷同内

容较多，ＡＭＬＣ在进行全文比对时会将其判断为整体抄

袭。如《护理学报》检测到一位作者撰写的研究生课题论

文与其硕士学位论文的雷同率为 ６７％，ＡＭＬＣ诊断该文

为整体抄袭，但编辑经过全文比对审查后，发现作者撰写

的论文引用了其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实验资料、方法，选取

了学位论文中的两个观察指标及相应的结果，但讨论的

角度大不相同，在投给本刊的论文中更深入地分析了其

实验结果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且其硕士学位论文

只是被收录到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未在期刊中正式发表，鉴于

此，本刊刊用了这篇论文。

因此，学术评价体系要提倡对科学研究内在价值的

判断，不能一味地用数量作为考核指标，编辑应该在同行

专家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强调论文的质量及其实际应用

价值。

３　结语

ＡＭＬＣ只能实现文字比对，目前还无法实现图表比对。

因此，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以实现文中图表的比对。科

技期刊编辑在实践过程中应合理利用该系统，特别是在文字

复制比例不高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文字复制比例不高而作为

判断采用的依据［９］。本文在应用ＡＭＬＣ的过程中结合实践体

会，介绍了几种宜慎重判断抄袭行为的情况，对这些情况一律

提请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引

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时务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并在正文中相

应位置进行标注；同时编辑对出现该类现象的论文要进行全

面、综合分析后再作判断。以往本刊要检查一篇论文是否有

抄袭行为时，都要提取文章主题、关键词到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去检索，逐一阅读相关文章来判断被检索的论文是否有

抄袭行为，这种凭借编辑对文章的理解提取主题、关键词检索

的方法，难免有漏检相关论文的情况。另外，编辑在阅读大量

文献来判断被检索的论文是否有抄袭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而ＡＭＬＣ一般几秒钟就能完成一篇论文的检测，而且检

测内容齐全，结果量化、细化，便于全文比对，大大节省了编辑

检索与阅读文献的时间。因此，本刊使用ＡＭＬＣ后，编辑部审

稿效率与质量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

ＡＭＬＣ使用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解决还处于摸索阶段，其

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践来证实。希望

这些做法能对同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读者、作者、编者

共同维护学术研究的诚信，杜绝学术不端行为，促进学术研

究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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